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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告
ADVERTISEMENT

科 普 产 业 已 经 成 为 文 化 产 业 的

重要组成部分。在科普日益成为公

众科技文化生活需求的新社会氛围

下 ，迫 切 需 要 文 化 与 科 技 的 完 美 融

合，这也为科普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广

泛的社会基础。中国（芜湖）科普产

品博览交易会（以下简称科博会）正

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

从 2004 年 起 ，科 博 会 每 两 年 举

办 一 次 ，迄 今 已 经 成 功 举 办 十 届 。

2004 年科博会是我国举办的全国性

科 普 产 品 博 览 交 易 会 ，具 有 里 程 碑

般的意义。

从历届科博会的展会主题来看，

科博会积极搭建科普产业集聚平台，

着力推动科技成果向科普资源的转

化应用；突出科技服务民生，凸显科

普事业与科普产业并举，同时重视自

身专业化、特色化、精品化、规模化、

规范化的建设，逐步成为国际知名的

品牌会展。

展会规模逐年扩大

2004 年 5 月 28 日至 31 日，2004 中

国（芜湖）首届科普产品博览交易会

在安徽芜湖举办。

至第十届科博会线下展会，共吸

引了来自 2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和 11 个 国 家 、地 区 的 278 家 单 位 参

展，参展展品 4000 多件（项），展示面

积 3.6 万平方米，现场观众 16.2 万人，

交易额 16.5 亿元（含意向）。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第 十 届 科 博 会

是在国内外新冠疫情尚未得到完全

控 制 的 情 况 下 举 行 的 ，科 博 会 创 新

办展方式，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 方 式 ，利 用 3D 引 擎 技 术 、平 面 展

示 等 互 联 网 技 术 ，新 建 成 包 含 线 上

展 示 、在 线 直 播 、在 线 洽 谈 、营 销 推

广等云上一体化服务系统的科博会

云平台，打造“永不落幕的科博会”。

从历届参展单位的变化来看，科

博 会 参 展 单 位 的 知 名 度 越 来 越 高 。

例如，第五届和第六届科博会的参展

单位中，就有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

室、国家海洋局等；有清华大学、浙江

大学、同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华中理工大学等著名高等院校；有中

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中国科学

院自动化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半导体

研 究 所 、担 任 深 海 探 潜 科 考 任 务 的

702 所等科研院所；有中国航空学会、

中国海洋学会、中国宇航学会等全国

学会。第九届科博会有中国空间技

术研究院、中国电子科技集团、阿里

巴巴集团、科大讯飞公司等众多单位

参展。

专业参观人数前几年大幅上升，

主要是因为在科博会刚开始举办的

几年里，非专业观众较多，而近年有

组织的参观者和境外专业观众明显

增加，观众层次提高。从一定意义上

来说，专业观众所占比例决定着展会

参展商的经济效益。

活动类型日益丰富

历 届 科 博 会 的 相 关 活 动 形 式 多

样、内容丰富多彩。这些活动大致可

以分为三大类：高层论坛、特色报告

会和其他科普活动。

十届科博会的相关活动中，高层

论坛是主要内容。院士和专家的科

普报告会，有效提升了展会活动的档

次和影响。例如，第三届和第四届科

博会展会活动明确以“科普资源 共

建共享”为主要内容，高层论坛和其

他科普活动均围绕此主题进行。

科 普 产 业 发 展 是 各 届 科 博 会 论

坛的重要方面，从第三、第四届科博

会开始，加大了科普事业与科普产业

发展的理论研讨。第五届科博会期

间举办了主题为“发展科普产业、助

推科技创新”的中国科普产业发展高

端论坛，主题为“科技馆事业与科普

产业共同发展的方向与对策”的全国

科技馆馆长论坛以及安徽省首届科

普产业博士论坛。

近 几 届 科 博 会 还 组 织 了 英 雄 航

天员报告会、探月工程科普报告会等

有特色的报告会，在社会各界引起了

强烈反响。这些活动很好地配合了

展会，烘托了展会氛围，拓展了展会

社会效益。

交 易 额 的 多 少 体 现 了 业 界 对 科

博 会 及 科 普 产 品 的 认 知 度 和 认 可

度。十届科博会的交易额基本呈增

长的趋势，扩大了展会影响，也拓展

展会的社会效益。

影响力不断增强

综合来看，以往十届科博会有以

下特点。

一是展品科技含量高，体现了科

普产品和技术的发展水平。展品中

应用新媒体技术的比例大幅增加，充

分反映出我国科普产业领域紧跟移

动互联网飞速发展时代背景下，应用

新兴技术的良好态势。二是国际化

程度逐渐提高，每届科博会参展单位

的国际化参与程度都较上届更高，参

展国家的数量和境外参展企业数均

较上届有显著增加。

第六届科博会有 25 家境外企业

参 展 ，为 历 届 之 最 。 历 届 科 博 会 展

商 的 国 际 化 程 度 逐 年 升 高 ，参 展 单

位 的 知 名 度 也 逐 渐 提 高 ，有 助 于 吸

收 国 内 外 先 进 的 设 计 理 念 和 技 术 。

每 届 都 会 为 大 家 展 示 更 新 、更 前 卫

的 科 学 技 术 ，展 品 的 技 术 创 新 为 大

众 提 供 耳 目 一 新 的 体 验 ，体 现 科 博

会 的 影 响 力 正 逐 年 扩 大 ，逐 步 朝 着

国际品牌会展的发展目标迈进。

十届科博会的成功举办，在实践

上推动科普产业的形成，促进了科普

事业公益性与科普产业市场性的有

机结合，并且引导众多科研机构、高

等院校和企业对科普产品的研发生

产进行投入，推动了科技资源向科普

资源的应用转化。展示在科博会上

的新兴技术和创新产品也引导着科

普产品的研发。科博会也逐步确立

自身作为“领头羊”的地位，已成为安

徽省自主创新服务的重要平台，也成

为社会各界了解我国科普产品的主

要渠道。

“科普+产业”效应凸显

当 前 ，我 国 的 科 普 产 业 发 展 迅

猛，科普展览、科普出版、科普教育、

科普玩具、科普旅游、科普网络、科普

动漫等蕴含着巨大的市场潜力，从而

使科普产业成为新兴的朝阳产业。

作 为 我 国 举 办 的 全 国 性 科 普 产

品博览交易会，科博会开创了科普产

业的先河，对科普产品的定位以及我

国科普产业的发展具有极强的指导

意义。

在 第 四 届 科 博 会 期 间 ，科 普 产

业园中国（芜湖）科普产业园正式开

园 ，为“ 产 、学 、研 、用 ”提 供 结 合 和

交 流 的 平 台 ，并 制 定 一 系 列 优 惠 政

策吸引科普产品研发和生产企业在

此落户。

芜 湖 科 普 产 业 园 的 建 立 形 成 了

产业聚集，园区内企业彼此竞争又合

作，在信息、人才、技术等方面资源共

享，相互联系相互支撑。科普资源平

台品牌效应已初现。各级政府对科

普事业的投入逐年增加，社会投资科

普事业及科普产业的渠道正逐步形

成，也为打造我国“生产、展示、交易

一条龙的科普资源集散中心”提供了

条件。

近年来，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

的发展正孕育巨大的科普市场，政府

科普产品的采购和共享力度不断加

大，科普场馆设施的快速发展，存在

大批科普产品和服务“缺口”，科普产

品和服务创新的需求强烈。

对 这 种 市 场 需 求 预 测 也 相 应 地

成了学术界关注的话题。有关专家

预计，国家将陆续投入数百亿元用于

建设科技馆，青少年、农民和农民工、

城镇居民和公务员等群体，在科普音

像制品方面的消费也会达到数百亿

元规模，我国科普玩具市场销售额也

会在数百亿元之上。

这 些 需 求 形 成 了 科 普 产 业 的 市

场容量及相应的经济利益，推动了科

普产业的发展，也推动了科博会的发

展。科博会正是这种集常规展品展

项、科普活动、科普论坛于一体，同时

满足科技性、教育性、生活性的会展

形式，可以满足不同层次的受众对科

普的需求的平台。

总之，政策扶持和相关部门重视

是 科 博 会 产 生 和 发 展 的 决 定 因 素 。

相关部门对科普事业投入的逐年增

加 ，推 动 了 科 普 产 业 和 科 博 会 的 发

展。市场需求和社会认同是促进科

博会发展的动力。随着我国公民科

学素质建设的发展，孕育了巨大的科

普 市 场 ，在 推 动 科 普 产 业 的 发 展 同

时，有力推动了科博会自身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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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创科普两翼齐飞 搭建“科普+产业”聚集平台
——历届中国（芜湖）科普产品博览交易会回望

科博会开幕式。

科普产业高峰论坛科普产业高峰论坛。。

科博会开幕式科博会开幕式。。

青少年科学教育论坛青少年科学教育论坛。。

青少年科学教育论坛青少年科学教育论坛。。

科普产业发展论坛科普产业发展论坛。。

第九届科博会开幕式第九届科博会开幕式。。

海峡两岸中小学生仿生机器人竞赛海峡两岸中小学生仿生机器人竞赛。。今夜星辰展演。科普剧表演。科普剧表演。


